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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 要

本文將探討中間存有金屬圓柱之環形陣列天線的特性，此陣列天線的輻射單元是由細導線所構成的偶極子。我們把細導線

近似為柱面系統中的微帶片，求得中間金屬圓柱對單一微帶片輸入導納，以及對耦合微帶片相互耦合特性的影響，接著，

我們計算並量測輻射單元是摺合偶極子與八木天線時的輻射場型，並以此基本量測的場型為基礎，計算出以相同強度激

發3、5、7與9輻射單元所合成的場型。 本研究採用嚴謹的全波分析來建構一個譜域之電場積分方程式，在經由Galerkin’s

矩量法求得其數值解，求解過程中所需要的譜域格林函數已被推導出來，此格林函數是由微帶上面的表面電流產生電場，

研究中把微帶上的未知電流展開為已知函數的線性組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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